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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规划与管理

互联网 ＋ＷＥＥＥ 回收模式的路径设计

靳　 敏ꎬ郭甲嘉ꎬ苏明明

(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ꎬ北京　 １００８７２)

　 　 摘　 要: 随着 “互联网 ＋ ”行动战略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ꎬ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ꎬ为废弃电器电子产

品(Ｗａｓ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ꎬＷＥＥＥ)的回收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ꎮ 文章系统梳理了互联

网 ＋ ＷＥＥＥ 回收模式的回收渠道及发展历程和特点ꎬ阐释了影响其发展的利益相关者间逻辑关联的相互作用:企业自身

缺点局限了回收能力ꎬ政府职能缺失和消费者参与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困境ꎬ最终导致了企业盈利规模小ꎬ回收能力不

足以带动整个产业规模化发展ꎮ 从回收企业、消费者和政府 ３ 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ꎬ通过逆向推理列出突破制

约的主要条件ꎬ基于经济、共享、生态和安全 ４ 个原则ꎬ设计出由核心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ꎬ兼顾回收、监督和宣教 ３ 个功

能ꎬ可行性程度高、成本较小的政府主导型回收路径ꎬ并建议开展线上的统一回收平台和线下以社区为主布局智能回收设

备或回收站点的建设试点ꎮ
关键词: 互联网 ＋ 回收ꎻＷＥＥＥꎻ利益相关者ꎻ回收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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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ＬＣ ｎｕｍｂｅｒ: Ｘ７６ꎻ Ｆ７１３ ２

　 　 伴随工业化、城镇化和消费升级ꎬ中国电器电

子产品的生产量、消费量和淘汰量逐年增加ꎬ就经

济价值而言ꎬＷＥＥＥ 蕴含丰富金属资源ꎬ具备高残

值特征ꎬ回收再利用的经济价值较其他再生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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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高ꎬＷＥＥＥ 成为典型的载能性、循环性、战略性

资源[１]ꎮ 我国目前 ＷＥＥＥ 不完善的回收体系是

传统路径沿袭、经济利益驱动与国家政策导向等

多种因素结合而形成的混合体系[２]ꎬ形成了生产

商、处理商、销售商和第三方 ４ 类主要回收渠道ꎮ
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是回收主体通过互联网、大数

据、云计算和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ꎬ建立或

整合信息发布、竞价采购和物流服务平台的新型

回收模式ꎮ 与传统线下回收模式相比ꎬ互联网 ＋
回收模式具备优化资源配置和集成作用的优势ꎬ
可作为技术工具和交流平台与传统 ＷＥＥＥ 回收结

合ꎬ有利于提高回收效率[３]ꎬ降低交易成本ꎮ 文献

[４]统计ꎬ格林美推出“回收哥”ＡＰＰ 后ꎬ回收量比

原来增加了 ６０％ ꎬ同时回收物流成本比原来下降

约 ３０％ ꎮ 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

网 ＋ 回收模式的现状、问题及其发展策略探讨上ꎮ
魏洁[５ － ６]和韩芳旭等[７]对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的运

营结构进行了剖析ꎬ周宏春[８]、宋庆彬[９]、周永

生[１０]和王怀栋等[１１]分别从模式的贡献、劣势及趋

势等角度出发ꎬ对优化模式发展提出建议和期望ꎮ
李春发[１２]和许民利等[１３]基于博弈论演化结果ꎬ认
为政府应加大对于模式的监督和补贴力度ꎬ同时

合作联盟回收是最佳回收方式ꎮ 学术界对于互联

网 ＋回收模式的研究范围广泛ꎬ但基于微观角度

的路径设计研究尚显不足ꎮ 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实

地调研的基础上ꎬ系统梳理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在

ＷＥＥＥ 回收领域的回收渠道与运作方式ꎬ依据利

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模式发展受限的逻辑成因ꎬ据
此逆推突破条件并设计回收路径ꎮ

１　 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的回收渠道与运作

方式

　 　 作为技术发展和创新驱动的产物ꎬ互联网 ＋
回收模式逐步引起国家的重视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
日ꎬ国务院发改委印发«２０１５ 年循环经济推进计

划»ꎬ提出在构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过程中要推动

和引导回收模式创新ꎬ探索“互联网 ＋ 回收”模式

及其路径ꎮ 随后ꎬ«关于积极推进“互联网 ＋ ”行

动的指导意见»、«互联网 ＋ 绿色生态三年行动实

施方案»、«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

的意见»和«关于印发 <循环发展引领行动 >的通

知»等政策相继出台ꎬ进一步鼓励运用互联网、物
联网、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开展信息采集、
数据分析、流向监测ꎬ优化逆向物流布局ꎬ推动互

联网 ＋回收发展ꎮ
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的早期雏形即通过网站交

互的回收方式ꎬ并伴随创新和发展ꎬ融入物联网、
大数据、ＧＩＳ 和云计算等技术ꎬ目前仍处于发展探

索阶段ꎮ 从事互联网 ＋ 回收的企业可根据回收渠

道的不同划分为 ４ 类ꎬ即生产商回收、处理商回

收、经销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ꎮ 其代表案例和特

点归纳ꎬ见表 １ꎮ
　 　 生产商回收渠道下的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在

«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»、«废弃

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»和«生
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»等政策的推动下逐

步形成ꎻ经销商的互联网 ＋ 回收是在“以旧换新”
回收模式和“节能超市”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ꎻ
处理商回收渠道则依托固有的处理技术ꎬ将处理

链条延伸至上游回收环节ꎻ第三方回收以独立的

回收企业为主体ꎬ借助发展迅速的互联网平台和

电子商务模式发展形成ꎮ
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给 ＷＥＥＥ 回收带来新的契

机和贡献ꎮ 信息技术在采集、记录、分析和监控

ＷＥＥＥ 的物质流方面发挥了优势ꎬ优化了回收站

点和交易市场布局ꎮ 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正探索将

走街串巷的传统回收商和分拣商并入具有正规资

质的回收企业中ꎬ降低了 ＷＥＥＥ 回收后因非正规

拆解带来的环境风险[１４]ꎮ 另外ꎬ该模式的兴起也

推动垃圾分类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探索和落

实[８]ꎬ有助于两网融合和绿色供应链的建设ꎮ 然

而ꎬ由于目前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产业发展的不完

善和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双重影

响ꎬ该模式面临一系列制约ꎬ影响其经济盈利及可

持续发展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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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　 “互联网 ＋ ”回收模式的案例和特点

回收渠道 代表案例 运作特点

联想在线回收平台:乐疯收 已停止运营

生产商回收渠道 长虹格润:“天网”系统 自建回收网络
环境信息公开、处理基金和

ＥＰＲ 试点推动生产商
加速布局互联网 ＋回收

华为官网回收 自建和委托第三方

华新绿源公司:香蕉皮网 开展公益回收

处理商回收渠道
格林美:回收哥 整合非正规回收人员 依托下游处理链

打通上游回收环节
上海新金桥:阿拉环保网

借助社区网络体系
政府指定回收单位

桑德集团:易再生网 积极推进两网融合

经销商回收渠道 国美在线、苏宁回收、京东官网
依托销售和售后维修链展开的回收服务ꎬ与第三方回
收渠道的企业(如爱回收、嗨回收等)建立合作关系

爱回收
面向消费者回收废旧手机、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高残值

小型 ＷＥＥＥꎬ部分含新机回购和旧机租赁服务回收宝

乐回收

速回收

嗨回收 主营废旧家电回收

第三方回收渠道 淘绿网 回收交易服务平台ꎬ提供回收价格指数

爱博绿

５８ 同城
依托自有或他营电商平台开展 ＷＥＥＥ 二手交易ꎬ

有闲有品还拓展了租赁业务
有闲有品

废品大叔
以加盟商形式召集回收员、分拣贸易商和处理企业ꎬ

对接社区和企业进行回收

小黄狗 垃圾分类 ＋智能回收ꎬ推动两网融合

２　 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发展受限的成因

调研显示ꎬ互联网 ＋ 回收企业本身处于早期

布局和建设阶段ꎬ收益尚不能覆盖成本ꎮ 据此ꎬ文
章依据利益相关者层级理论ꎬ从主动性、重要性和

利益要求的紧急性 ３ 个维度出发[１５]ꎬ选出回收企

业、消费者和政府 ３ 个核心利益相关者[１６]ꎬ分析

和阐述困境形成的原因ꎮ
２ １　 回收和盈利能力不足

互联网 ＋回收企业可归纳为生产企业的延伸

机构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拓展分支和基于互联网

＋技术进军回收领域的新企业三类ꎬ该模式的困

境表现于盈利规模小ꎬ回收能力不足以带动整个

产业规模化发展ꎮ
受政策、资本和回收行业现状影响ꎬ自 ２０１４

年开始互联网 ＋ 回收企业大规模增长ꎬ但受制于

整体回收产业格局的影响ꎬ该类多数企业规模不

大ꎬ且同质化经营严重ꎬ融资成为企业运营和发展

的重要资金来源[１７]ꎮ 由于回收行业的产品回收

单价较低ꎬ盈利路径依靠规模经济ꎬ但激烈的市场

竞争使企业间的合作能力低下ꎬ共享机制仍不完

善[７]ꎬ部分企业提高回收单价的策略降低了消费

者对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期待值[１８]ꎬ进一步限制了

企业资金流动性ꎮ 现有的盈利状况放缓了企业对

于物流和回收网点的布局步伐ꎬ导致互联网 ＋ 回

收模式的线下布局不能匹配线上发展的速度[１９]ꎬ
模式的辐射范围仅限于一线、二线城市ꎮ
２ ２　 消费者参与度不高

企业回收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消费者参与程

度低迷ꎬ交投数量未达到企业盈利点ꎮ 客观原因在

于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中的买卖主体错位[１２]ꎮ 互联

网 ＋回收模式主要借助智能手机与电脑终端在线上

进行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交互ꎬ其受众以中青年为主ꎬ
而偏好处理废旧产品却是老年人群ꎮ 主观原因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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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者的意识和行为偏好ꎮ 首先是绿色回收意识ꎬ
即消费者对ＷＥＥＥ 非正规回收处理的环境威胁认知

不足ꎻ其次是安全风险态度ꎬ即消费者未与互联网 ＋
回收企业建立足够的信任机制ꎬ对载有个人信息的

ＷＥＥＥ 安全风险态度使其倾向将该类产品留存而非

交投处理ꎻ最后是回收行为偏好ꎬ互联网 ＋回收的辐

射范围有限ꎬ部分有交投意愿的消费者依据惯性行

为偏好来选择走街串巷的个体回收商贩ꎮ
２ ３　 政策体系和政府调控职能有待完善

目前ꎬ仅有«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办

法»对回收主体、过程和方式等加以规范ꎬ以及部

分政策鼓励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ꎬ但互联网 ＋ 回收

模式的商业化运营尚未形成ꎬ主要盈利点亦不明

晰ꎬ因此各企业对于 ＷＥＥＥ 分类、定价和二手利用

标准并不统一[５]ꎮ 同时ꎬ目前的各项引导制度细

节不足ꎬ强化了企业功能与信息的重叠性ꎬ加剧了

同质化竞争的现状ꎻ同时ꎬ各激励手段的力度不够

既不利于推动该模式的初始布局ꎬ也无助于企业

拓展回收种类和地域范围的进程ꎻ此外ꎬ监督机制

匮乏进一步限制了消费者对企业信任心理的形

成ꎬ加剧企业回收能力不足的困境ꎬ难以促进资金

流动、扩大回收规模ꎮ
可见ꎬ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的困境形成并非单一

因素影响ꎬ而是核心利益相关者逻辑关联的相互作

用ꎬ企业自身缺点局限了回收能力ꎬ政府职能缺失

和消费者参与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困境ꎬ见图 １ꎮ

图 １　 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发展受限的成因逻辑

３　 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的路径设计

互联网 ＋ 回收模式的发展与企业、消费者和

政府密切相关ꎬ解决困境可以从核心利益相关者

入手ꎬ明确突破的必要条件ꎬ确立解决方案ꎬ设计

可行的回收路径ꎮ
３ １　 解决方案

由于企业回收能力不仅源于自身局限ꎬ也受

政府和消费者两个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影响ꎮ 逆向

推理可知ꎬ突破限制就需要政府顶层设计、企业自

身进步和消费者积极参与的协同推进ꎬ具体而言ꎬ
突破条件为:①政府完善顶层设计ꎬ创造适宜的外

部环境带动产业发展ꎻ②企业精进内部技术ꎬ扩展

业务辐射范围ꎬ提升服务质量ꎬ多元化资金来源和

盈利模式ꎬ从而增强企业和回收模式的影响力ꎻ③消

费者培育绿色回收意识ꎬ积极参与ꎬ提高交投数量ꎮ
　 　 结合实施者的组合差异ꎬ解决方案可分为最

优先方案、次优先方案和支持性方案 ３ 类ꎬ见图 ２ꎮ

图 ２　 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突破困境方案

　 　 由于支持性方案是由各利益相关者单独推

进ꎬ难以解决具有逻辑关系的发展困境ꎬ因此文章

主要叙述最优先方案和次优先方案ꎬ具体见表 ２ꎮ
　 　 虽然由核心利益相关者协同推进的 Ａ 方案是

最优选方案ꎬ实施效果会优于其他方案ꎬ但其成本

压力较大ꎮ 同时ꎬ多数互联网 ＋ 回收企业目前处

于初步建设阶段ꎬ面临回收数量不足的压力ꎬ难以

投入资金、人员和精力开展技术进步、线下建设和

服务提升ꎮ 从适用范围看ꎬ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

绿色发展和建设正规回收产业的需求与意愿ꎬ由
政府主导路径设计ꎬ完善准入和监督机制ꎬ可降低

消费者的安全风险担忧ꎬ有助于激发消费者参与

意愿ꎮ 因此ꎬ回收路径设计将以 Ｃ 方案为基础ꎬ政
府占建设主导地位ꎬ兼顾调动消费者参与ꎬ从而吸

引企业共同参与构建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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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２　 互联网 ＋回收模式困境的解决方案

序号 方案类别 重点实施者 条件组合 适用范围

Ａ 最优方案
政府、企业和消
费者协同推进

①②③
企业已初步盈利ꎬ有一定建设能力ꎬ
政府参与建设ꎬ消费者有动机参与

Ｂ 企业主导ꎬ政府扶持 ①②
企业初步盈利ꎬ有一定建设能力和意愿ꎻ
政府有推动意愿并参与扶持

Ｃ 次优方案 政府主导ꎬ调动消费者 ①③ 政府主导建设ꎬ消费者有动机参与

Ｄ 企业主导ꎬ消费者调动 ②③
企业初步盈利ꎬ有一定建设能力和意愿ꎬ
消费者有动机参与

３ ２　 回收路径设计

回收路径的设计秉承经济、共享、生态和安全

４ 个原则ꎬ兼顾回收、监督和宣教 ３ 个功能ꎮ 为减

少企业发展的资金压力和线下布局的环境压力ꎬ
文章建议统一构建共享回收网络来提升合作能

力ꎬ扩大影响范围ꎮ
共享回收网络的构建包括线上和线下两部

分ꎬ线上部分主要是建设统一的回收平台ꎬ线下部

分则是智能回收设备的布局或回收站点的建设ꎮ
基于国家的政策规划ꎬ线下设施的布局和建设试

点以社区为主ꎮ 社区是政府实现生态环境社会治

理的基本单元ꎬ是政府各项政策推广和落实的基

石ꎬ也是消费者生活状态和环境意识及行为的集

中反映ꎬ以社区作为试点来布局互联网 ＋ ＷＥＥＥ
回收路径的线下设施ꎬ有助于培育消费者的生态

文明理念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ꎬ推进绿色社区

和循环型社会的建设[２０]ꎮ
３ ２ １　 回收路径的整体架构 　 线上回收平台和

社区回收站 /智能回收设施共同构成了互联网 ＋
ＷＥＥＥ 回收路径的整体架构ꎮ 回收企业在线上的

回收平台参与竞价环节ꎬ通过线下的设施对接社

区完成 ＷＥＥＥ 的回收ꎻ在物流环节ꎬ则可以通过回

收主体自建物流和第三方物流两种形式来完成ꎬ
互联网 ＋ＷＥＥＥ 回收的路径架构ꎬ见图 ３ꎮ

图 ３　 互联网 ＋ＷＥＥＥ回收路径的整体架构示意图

３ ２ ２　 线上回收平台 　 为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

和效益ꎬ并开展监督管控ꎬ线上回收平台的建设由

负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政府部门主导ꎮ 为实现

回收企业与消费者在平台有效互动ꎬ线上回收平

台应包含 ＷＥＥＥ 信息录入、分类、标签生成和回收

企业竞价等要素ꎬ具体见图 ４ꎮ
　 　 维护平台可持续运行需各方遵守一定规范ꎬ
其责任行为ꎬ见图 ５ꎮ

　 　 平台搭建、维护和交易规则的设计由政府相

关部门协作负责ꎬ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第三方服

务实现ꎬ并收集数据对回收企业入驻和资金交易

进行保障和监督ꎮ 消费者通过平台录入和发布待

回收的 ＷＥＥＥ 信息ꎬ回收企业通过发布的 ＷＥＥＥ
信息进行竞价收购ꎻ消费者通过平台完成报价确

定ꎬ并决定是否进行买卖交投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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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４　 线上回收平台示意图

图 ５　 线上平台中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行为

３ ２ ３　 线下回收设备 　 社区布局回收站和投放

智能回收设备成为线上回收平台的线下物流延

续ꎬ与线上回收协调运作ꎬ消费者在线上平台完成

操作后ꎬ利用社区回收站或智能回收设备进行

ＷＥＥＥ 的交投ꎬ后续完成信息核验、收纳登记、标
签标注和自动分类步骤即可ꎮ 若无线上平台操

作ꎬ消费者也可利用社区回收站和智能回收设备

完成 ＷＥＥＥ 的信息录入和标签生成操作ꎬ后续步

骤相同ꎬ见图 ６ꎮ

图 ６　 社区回收站 /智能回收设备功能示意图

３ ３　 主体功能优化

文章设计的回收路径可实现 ＷＥＥＥ 的回收、

流通监管和宣教 ３ 大功能ꎮ ＷＥＥＥ 回收功能是路

径的核心板块ꎬ回收过程的信息将为 ＷＥＥＥ 的正

规回收利用的监督管控提供数据基础ꎮ 而通过社

区实现的消费者和回收企业的线下对接将有助于

互联网 ＋ ＷＥＥＥ 回收模式的推广发展和宣传

教育[２１]ꎮ
３ ３ １　 回收功能 　 回收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现

有资源ꎬ发挥“互联网 ＋ ”的优势ꎬ精简回收程序ꎬ
减少布局成本ꎮ 文章设计的回收功能的具体实现

路径ꎬ见图 ７ꎮ

图 ７　 回收功能的实现路径

　 　 图 ７ 可见ꎬ该路径下有多种交投方式可供选

择:①线上交易 ＋ 社区交投ꎮ 消费者通过线上回

收平台进行信息流交换ꎬ确定交易后交投至社区

回收站 /智能回收设备ꎬ也可预约网站工作人员上

门回收ꎬ减少不便外出和交投大型 ＷＥＥＥ 的困难ꎮ
②社区交投ꎮ 消费者无需在线上回收平台操作ꎬ
直接将 ＷＥＥＥ 交投至社区回收站 /智能回收设备ꎬ
线上的信息流输入由工作人员或回收设备进行ꎮ
③社区活动定期回收ꎮ 回收企业可借助社区的定

期活动集中回收 ＷＥＥＥꎬ该类活动在回收同时亦

能丰富社区文化ꎮ 多样化的交投方式丰富了消费

者的选择ꎬ提高了交投的便捷性ꎮ
在流动人口密集且消费能力较低的社区ꎬ回

收站可逐步改造为集维修、出售和租赁为一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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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环服务站ꎬ减少产品拆解后再交由二手商买卖

这一程序ꎬ选址考虑流动人口密集且消费能力较

低的社区ꎬ因为流动人口居住时间短、居所更换频

繁ꎬ对二手电器电子产品及租赁电器电子产品的

需求量较大ꎮ
３ ３ ２　 监管功能 　 依托线上回收平台建立回收

管理和 ＷＥＥＥ 的物质流信息系统ꎬ可登记、查询回

收企业的正规资质和记录 ＷＥＥＥ 的回收信息ꎬ包
括电子标签信息、品类、价格、流向信息和交易信

息等ꎻ并通过将信息适度公开ꎬ可以方便政府部门

及时发现回收环节的问题并实施监管ꎬ从而促进

回收过程中的规范化处理ꎻ并方便消费者和企业

及时掌握供需信息ꎬ同时也增加了消费者参与

ＷＥＥＥ 回收和社会监督的渠道ꎮ
３ ３ ３　 宣教功能 　 宣教功能可以通过线上回收

平台和社区同步开展ꎮ 线上回收平台可依托网站

漂浮广告和网站专题板块进行政策发布、热点解

读和专题报道等ꎬ从而宣传绿色回收和环保知识ꎮ
社区可以多样化地开展绿色回收宣教活动ꎬ如回

收站点板报宣传、定期回收讲堂、家庭回收比赛和

社区新媒体推广等ꎮ 同时ꎬ通过线上回收平台收

集的数据可用于对社区进行切片或对比分析ꎬ进
而有针对性和分区域地开展绿色回收和环境保护

相关的宣传教育ꎮ

４　 结论

在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和号召下ꎬ具备

经济属性和环境属性的 ＷＥＥＥ 是再生资源循环利

用的重头戏ꎬ其回收体系的建设自然成为发展回

收产业的重要支撑ꎮ 文章设计的回收路径是互联

网 ＋回收模式的多种路径之一ꎬ运用“互联网 ＋ ”
技术支持线上回收平台运作ꎬ并以社区为基本单

元布局线下智能设备或回收站ꎬ开展线下回收活

动ꎻ由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协调负责线上回收平台

和社区回收站 /智能回收设备的建设和运营ꎬ回收

企业作为参与者ꎬ在线上参与信息发布和竞价环

节ꎬ线下与社区对接完成 ＷＥＥＥ 的回收ꎮ 该路径

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 ＷＥＥＥ 回收体系建设ꎬ规范

ＷＥＥＥ 进入正规的回收处理渠道ꎮ 当然ꎬ在各地

方的实践中ꎬ仍需参与“互联网 ＋ ＷＥＥＥ 回收”的
企业不断更新和完善相关技术ꎬ借助 ＰＰＰ 模式盘

活启动和运营资金ꎬ拓展盈利渠道ꎬ立足社区、运
用大数据技术积极推广宣传ꎬ提高持续影响力和

消费者认可度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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